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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时期：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临的挑战



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

第12讲



课
程
标
准

了解明清时期社会经济、思想文化的重要变化；通过了解世界形势的

变化对中国的影响，认识中国封建社会面临的危机。



考
情
分
析

1.频率题型：该部分是高考高频考点，选择题与非选择题出现频率都比较高，非选

择题涉及古今贯通、中西对比等

2.情境设计：多利用文献、图片史料创设学习情境、综合情境与学术情境，注重考

查学生理解、运用材料，在唯物史观下对史事做出解释的能力，突出考查明清时期

的时代特征。如(2023·全国甲卷，27)王艮主张；(2023·湖北卷，5)明代进士及人物

著作分布；(2023·6月浙江选考，5)经济文化重心；(2023·北京卷，4)明代经贸示意

图；(2022·全国乙卷，27)江南流行营建园林；(2022·北京卷，4)明代刻本书籍；

(2022·广东卷，5)广州的贸易瓷

3.核心考向：明清时期农耕经济高度发展；城市和商业繁荣的表现和作用；明清时

期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史实，传统科技成就、小说与戏曲的成就



整
体
感
知



内
容
导
航

一　梳理必备知识

二　突破关键能力

三　链接高考热点

四　课时精练



梳理必备知识
落
实
基
础
性



1.社会经济的发展

知识点一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局限

农业

(1)粮食作物：明朝后期，高产粮食作物玉米、甘薯的推广种植，

提高了粮食总产量

(2)经济作物：品种繁多，种植广泛

(3)经营方式：多种经营日益兴盛，农民兼营产品初级加工或相

关副业

手工业
明朝后期，在南方一些地区，出现新的经营方式，即开设工场，

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



商业

(1)货币：美洲等地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，有利于商业资本的集

聚，促进了长途和大额贸易发展

(2)商帮：形成实力雄厚的商人群体，如徽商和晋商

(3)市镇：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和交通要冲，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工

商业市镇兴起，成为地区贸易网络的核心



2.发展的局限

(1)经济：男耕女织、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占据压倒优势。

(2)政治：日益僵化的专制统治压制和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转型。



1. 拓展 · 思维点拨

清朝人口膨胀的原因

(1)社会政治稳定，经济发展。

(2)人口基数比较大，人口统计范围扩大。

(3)高产农作物的引进和大量种植。

(4)赋税制度的变革放松了对人口的控制。



2. 图解 · 关键知识

阻碍明清时期新的经营方式发展的因素



1.思想领域的变化

知识点二　明至清中叶的文化

陆王

心学

背景 程朱理学获得官方尊崇后，逐渐失去活力

内容

代表人物 陆九渊(南宋) 王守仁(明中期)

核心主张心是万物的本原“致良知”“心外无物，心外无理”

求理方法
“发明本心”，

内心反省
知行合一

评价

①带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

②强调主观能动性，激励人们奋发立志

③隐含一定的平等和叛逆色彩



进步思潮

背景 明末清初社会的剧烈动荡，促进了思想界的活跃

主张

①李贽提倡个性自由，蔑视权威和教条，甚至否定传

统伦理道德标准

②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制度，反对重农抑商观念，提

出“工商皆本”

③顾炎武、王夫之批判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



2.文艺与科技

(1)小说与戏曲

①背景：城市商品经济繁荣、社会娱乐活动丰富、文化知识进一步普及。



②成就

小说

《水浒传》和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是我国最早的两部长篇白话小

说，开创了章回体的写作体裁

《西游记》和《儒林外史》，分别是神话小说和讽刺小说的杰作

《红楼梦》是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

戏曲
戏曲创作 趋向长篇化，代表作家有汤显祖和孔尚任

舞台演出 昆曲长期流行；清朝道光年间，形成京剧



(2)科技

①传统科技：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、徐光启的《农政全书》和宋应星

的《天工开物》，在各自领域对传统科学技术进行了总结；徐弘祖的

《徐霞客游记》是一部地理和地质学名著。

②西学东渐：明朝后期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来华，与一些开明的中

国士大夫合作翻译西方科学书籍，在一定范围内传播了西方科技知识；

清朝前期，传教士运用欧洲测绘技术，帮助清廷绘制了较为精确的全国

地图。



1. 阐释 · 核心概念

经世致用

是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、黄宗羲、

顾炎武等人的思想。他们认为学习、

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方式，应以治

事、救世为急务，反对理学家不切实

际、空谈心性命理的空疏之学，主张

学问应有利于国家和人民。



2. 挖掘 · 教材信息

阅读教材“历史纵横”栏目中明清大

型典籍的编纂中有关《四库全书》的

内容，谈谈你对清朝统治者调动大量

的人力和物力编纂大型图书的认识。

答案

保存了大量的古籍；是对古代文化的一

次总结；对弘扬民族文化作出了重要贡

献；从思想上强化了专制统治。 返 回



突破关键能力
提
升
综
合
性



视角　社会转型——白银货币与商品经济

辉煌与迟滞 —— 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主题一

材料一　明代财政收入统计表

年份 米麦(万石) 布(万匹) 绢(万匹) 宝钞(万锭) 银(万两)

1430 3 979 20.5 94.1 7 388.9 32.9

1552 2 659 13.3 32.0 2 414.4 243.3

1621 2 780 12.9 20.6 8.1 755.2

——摘自《明实录》



材料二　《醒世姻缘传》、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等小说中有关白银的描述

不可胜数，大到如捐官、行贿、购房、买卖人口，小到如日常消费和社

交馈赠，处处可见。铜钱的使用只是第二位的，以物易物也不频繁。

——据《醒世姻缘传》等



解
读

材料一从白银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的比重进行分析。

材料二列举了小说中白银使用情况。



分别阐述材料一、二对研究明代白银货币化的价值，并简述明代白银货

币化的影响。

试答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价值：材料一是明代国家财政收入的官方统计数据，可用于研

究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原因、表现等问题。

材料二是明代小说对当时普遍使用白银的社会场景的描述，可用

于研究明代白银使用的广泛性及其社会影响。

影响：促进了国家财政的货币化，有利于赋税制度改革；促进了

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区域性商人群体出现；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发展；

影响了社会风气。

思
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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